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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处于社会迅速发展、经济快速腾飞的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
立起来。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
性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
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使我国政治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政治学的研究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
，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新的适应和谐社会构建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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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通过发展执政党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党
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党内民主就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全体党员一律有平等地间接或直接地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
。
　　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
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
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
”因此，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执政党地位和健康发展党组织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克服困
难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党内民主首先是一种制度。
党内民主如果缺乏具体制度的安排，就难有保障。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正是党内民主的制度表现。
它所规范的主要是广大党员以民主为基础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以及党委会的集体领
导原则，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而非个人手里。
党内民主还是一种政党运行体制和运作机制。
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第一，党内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途径；第二，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
；第三，干部任用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第四，党内监督机制；第五，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机制。
它要求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内的民主状况对全社会的民主状况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统一的，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员领导干部具备民主意识、民主习惯和民主作风，就会以身作则，影响和带动
自己所在的工作领域形成良好的民主风气。
相反，如果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领导干部搞“一言堂”，势必处理不好与党外干部、群众的关系，
更谈不上发扬人民民主。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通
过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是要更好地领导人民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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